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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描述了课程的目

标。2009年上海秋季高考化学卷体现了这一目标。 一、重视

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查 化学试题的取材大部分是教材

中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试题的知识点不超出课程标准规定

的范围，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技能的掌握及理解熟练程度

，计算题也是基于对概念、原理和元素化合物知识的理解。

1、学科的主干知识依然是重点考查的内容。如：第7题，以

三种含氮化合物的反应为背景材料，考查对氧化还原知识的

理解；第8题，对物质的熔点、水溶性、沸点和热稳定性这些

物质常见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综合考查；第23题，以海洋

中蕴藏着的化学元素为背景，考查了化学用语、原子的半径

、周期表的结构、卤素单质的活泼性、氢化物的稳定性和卤

族单质的键能与键长的关系。 2、试题的选材回归教材，目

的在于考查考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扭转仅仅依靠单一的反

复做习题来应付考试的怪圈，同时也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

，如第11、26题。 3、考查考生应掌握但比较薄弱的知识点，

以引导高中学校加强对这些基本知识和内容的教学。 二、加

强对科学思维方法的考查 通过对考生科学思维方法的考查，

体现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所经历的过程和采用方法的能力，要

求考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化学现象、事实进行加工处

理，探究解决问题的途径。 1、能将知识综合整理，使之网



络化。考生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对知识积累和独立思考，将表

面看似无直接联系的知识进行整理，找出其中的规律，使知

识有机的结合，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第28题，考生

须将两条生产流程的共同点与差异点进行分析对比，与所学

的有机化学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无误地解题。 2、能将

实际问题分解，找出应答的关键。如：第13、15题，都需要

分解问题，多角度考虑，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3、考查考生

通过分析和综合、比较和论证，选择解决问题最佳方案的评

价能力。如第21题，必须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处理，对每

个问题进行比较，最后作出相应的评价。第26题最后一问，

解题时首先需计算出硫化氢气体与氧气的体积比，然后将计

算结果进行分析，结合硫化氢与氧气在不同比值条件下反应

产物的差异，得出结论。 三、充分考虑试题设计人性化 1、

以学科的主干知识与学生熟悉的事物为载体，力求揭示科学

的人文性，将科学和人文有机地融合起来，以考生熟悉的生

活经历为背景来命制试题，使大部分考生易上手解题。如第1

题，采用当前社会热点“节能减排”为背景来编制试题；第5

题分析对化学反应特点的认识；第25题对化学反应速度和化

学平衡的理解等。 2、注意整卷试题类型的合理分配，既要

满足常模参照考试的基本要求，又必须考虑到中学化学教学

的实际，考虑基础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各种类型试题的分配

，力求达到一种平衡。传统改进型的有：第9、12、17、18

、20题等；属于创新型的有：第4、6、13、26、29题等。 四

、重视实验能力的考查 1、观察与识记。如第6题，通过对四

幅实验装置图的观察，将得到的信息与记忆的内容相结合，

就能正确解题。 2、操作与运用。考查考生掌握实验仪器的



构造、原理，正确选择、使用仪器装置和药品，正确运用实

验操作完成实验的能力。如：第26题第1、2问。 3、分析与表

述。考查考生综合运用化学知识与基本操作，通过分析、推

理、判断对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和记录的数据以及实验操作过

程进行解释说明，如第26题第3、4问，第27题第6问，第11题

等。 4、设计与评价。要求考生将所学各部分知识融会贯通

，综合运用实验知识、设计、评价实验方案。如第1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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